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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1987年4月。1988年12月)

主任：毕辉．

副主任：李远峰

委员：杨溪陈定谋张聪郎从元施维翰潘瑶沈有能董嘉锐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第二届(1988年12月一1990年12月)

董朝善毖划
杨中伟

毕辉宋黎明李贵桢赵椿

董嘉锐李永芬唐华徐振明

第三届(1990年12月一1993年lO月)

顾 问：董朝善医囹
主任：张凤保

副主任：毕辉赵椿宋黎明李贵桢

委员：李永芬董嘉锐唐华施维翰陈定谋郎从元董承禹郝坚放

苟明富宋世平段天慈李春德张聪徐振明

第四届(1993年10月。1995年9月)

主任：马坚

副主任：邓先吉石德才李永芬牛尧宗

委员：宋世平戚家骝李尉李承宽陈翔雁杨仕祥孙德金段天慈

郝坚放李培元唐华

第五届(1995年9月一1998年5月)

主任：梁晓谷

副主任：邓树斌石德才李永芬牛尧宗

委员：宋世平戚家骝李尉李承宽陈翔雁杨仕祥孙德金段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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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坚放张平安唐华

第六届(1998年5月～1999年5月)

主任：梁晓谷

副主任：潭翔浔王惠友李永芬李承宽

委员：戚家骝刘炳华李江鹏李尉马文森孙德金栗润忠李云

谢明李永国段加喜纪风珍唐华 ·

第七届(1999年5月一1999年12月)

主任：张辉

副主任：潭翔浔王惠友李永芬李承宽

委员：戚家骝刘炳华李江鹏李尉马文森孙德金栗润忠李云

谢明李永国段加喜纪凤珍唐华

西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徐振明(1987年4月一1993年3月)

唐华(1993年10月。1999年12月)

罗桂莲(1999年12月一 )

主编：徐振明(1987年4月一1993年3月)

唐华(1993年10月一1999年12月)

罗桂莲(1999年12月一 )

主要编辑及撰稿人：徐振明 罗桂莲刀培风矣培贵张继禹 杨文富

杨应森徐连光李淳

资料人员：祝福杨兆星

照 片：唐华杨天姜定忠教委西一中十四中春苑小学城建局

水利局文化馆农业局文体局西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团结乡文化

站昆明展裕印务有限公司

地 图：西山区地方志办公室区地名办公室

《西山区志》总审人员

黄顺中共西山区委书记

张辉中共西山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

谭翔浔中共西山区委副书记

李玉珍中共西山区委副书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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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辉西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中伟政协西山区委员会主席

李永芬中共西山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

吴光范

何耀华

范祖琦

张鹏冀

李孝友

朱惠荣

程家枢

张宁

何明

钱成润

郭其泰

王惠友

段祯

赵鹤年

董加锐

杜正宝

李瑞雪

李玉康

李国栋

《西山区志》(送审稿)主要审稿人员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昆明市政府巡视员

云南省图书馆研究员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云南民族学院教授

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

昆明市社科联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赵洪义

杨曦辉

赵椿

李秉正

熊发

杨永华

郎从元

李承宽

李金

李贵祯

张晴富

熊开源

杨富祯

黄云武

李江鹏

张禧

杨凤岗

赵森林

郝坚放

郑茂森

段亮

李尉

董朝善

陈定谋

张功福

张聪

邬顺福

李保

李成鼎

郑灵琳

尹铭

马颖生

赵丕德

王道

廖国强

字应军

曾秋月

梁耀武

杨长富

马文森

张元林

石德才

罗万家

李春德

李棋楷

张文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昆明市地方办公室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
。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

玉溪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楚雄州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杨华

杨志强

李盛

何贵

李德昌

杨天

谢明

刘照

孙德金

牛尧宗

李远峰

田正强

王勤书

王伟

《西山区志》复审人员

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尹铭马颖生赵丕德字应军廖国强

《西山区志》终审人员

王正清

徐荣

段天慈

张勋

杨富

王海蒙

陈朝会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钱成润郭其泰李学忠宋永平李成鼎郑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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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一

西山区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地方。她历史悠久，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文

物古迹、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众多，民族风情多姿多彩，是全省全市的主要

工业基地之一，也是昆明旅游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山区志》把地方特

色和民族特色充分展示出来，这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惠及子孙后代、垂

鉴后世的大事。在全区进入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步伐加快，将要进入小康

的重要时期，《西山区志》经过全体编辑人员的十年辛勤耕耘，首部志书终

于公开出版问世，这是西山区人民可喜可贺的一件大喜事，也是西山区文化

建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首部《西山区志》在资料搜集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编辑人员不辞辛苦，

认真查阅档案和各种资料，调查采集口碑材料，广集博采，精心筛选，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本着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比较客观地、翔实地记述了西山区从古至今的沧桑

变化和西山区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

状。为西山区各级干部、群众全面了解区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研究、认

识西山区提供了史料，是一部地情百科全书。纵观全书，贯通古今，详今略

古，门类齐全，语言流畅，不愧为一部“资治、教化、存史”的佳作，它既

是人们认识西山、发展西山的必备之书，也是激励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的一部区情教育的好教材。

首编《西山区志》是众手成书之作，凝结了全区修志工作者的心血和汗

水。他们不为名、不为利、默默奉献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感谢他们为西山

区文化事业作出的贡献。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要持之以恒地搞

好修志工作，争创名志、佳志、良志。

首编《西山区志》的成书，得到社会各界、各级各部门、有关领导和专

家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首部《西山区志》百余万字，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首修志书，经验

不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使下届修志更臻完善。

中共西山区委书记 黄顺

西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梁晓谷

1997年10月22日



序 二

以史为鉴，开拓未来。

《西山区志》作为30余万西山儿女献给伟大祖国母亲50华诞的厚礼，

今天正式与各位读者见面了。

这是一部内容丰富而详实的史书。它为读者提供了上自秦汉时期，下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西山地区的历史长卷。绮丽的山川景物令人陶醉，众多

的文物掌故使人遐想，丰富的物产，多姿的民族风情⋯⋯令外来人不思故

乡。

这是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透过劝农使张立道疏浚海I=1河、土地革命、

合作社、人民公社以及土地承包经营的坎坷历程，研究昆明现代工业基地的

成长与探索，可以让人警醒，坚定发展有中国特色民族经济的信心。

这是进行爱国主义和区情教育的难得教材。被国务院李鹏总理誉为“中

国水电鼻祖”的石龙坝水电站的丰碑、红军长征过厂口的壮举、三线企业职

工的献身精神，使“睡美人”钟爱的红土地充满传奇、充满生机。

历史是一面镜子。修志以总结过去，指导未来，让这本凝聚着全体修志

人员心血和历代西山人智慧的《西山区志》能给读者以深沉的启迪，给土生

土长的、外来的西山人以鼓舞和力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

践中，不断开创新的业绩，把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新西山带入二十一世
纪!

西山区人民政府区长张辉

1999年6月18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如实记述西山区社会和经济的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述建

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面貌，力求做到时代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为西山区首修志书，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贯通古今”的原则，上

限追溯到有据史料，下限为1992年，以反映事物的全貌，体现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

民族特色。

三、本志由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载构成，横排门类，纵述史实；本

志的框架结构，采用编、章、节、目四个层次，以类系事，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统计资料、历史文献、报刊文章及调查采访等，文内不

再注明出处。

五、本志凡涉及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按照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

称呼。历史纪年用括号注明公元年份，地理名称用括号注明今地。

六、本志人物由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三部分组成，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

原则，人物简介重点记述对西山区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人物表收录劳动模范、烈

士、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等方面的人物。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坚持严谨、简洁、流畅、准确的文风，文字、标点符号、数

字的使用，按国家出版物的规定执行。概述、综述可夹叙夹议，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

事本末体，各编采用记叙文，客观、翔实记述事物的历史与现状，不作评述，观点寓于

资料之中。

八、现行计量单位一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历史上的计量单

位照原况记述。

九、本志使用部分简语。“建国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建国后”，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区委”指中国共产党昆明市西山区委员

会，“区政府”指西山区人民政府；“共青团”指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先队”指中国少

年先锋队；“文革”指文化大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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